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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数学是人类文明的文化力量之一
,

数学素养是公民文化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
。

在信息化社会
,

数学已成为人们生活
、

劳动和学习必不可少 的工具
,

公 民为了学习数字化技术
,

需要学习数学知识
,

因此
,

提

高公 民素质是数学最广泛的应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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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提出

文科学生为什么也要学点高等数学 ? 作为科技

基础的数学
,

数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

培养数学家
,

而在于培养公民的数学观念
、

数学能

力和数学思想
,

培养公民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
,

从

而促进公民素质的全面提高
。

但许多人没有认识到

数学素养是公民文化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
,

误认为

数学是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
,

文科生不必学习数学

知识
,

对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是数学最广泛的应用

缺乏正确的认识
。

2 大众数学

数学是全世界高校学生公认难学的课程之一
,

在信息社会来临之际
,

高等教育从英才教育转变为

素质教育
,

核心问题就是为大众的教育
,

要实现这

一 目标
,

数学各学科必须改变难学难懂的问题
,

才

能真正实现大众教育
。

长期以来人们对那些定型的

数学知识
,

形成一种思维定势
,

只想到教材的取舍

和教学方法的改进
,

没去考虑数学知识本身是否有

可能改进
。

因此
,

几十年来
,

数学教材的改革和教学

方法 的改革
,

并没有根本解决数学教育面临的困

难
。

正如张景中院士所说
: “

这些努力没有超出数学

教育活动的范围
,

没有改变数学本身
。 ” 川张景中院

士创立的教育数学居世界领先水平
,

目的是解决数

学本身难与新的问题
,

哪里难学
,

就在哪里开刀
,

对

数学的成果进行再创造
,

改进数学的方法
、

体系及表

述形式使之更适于教学
。

在教育数学中
,

张院士用

面积方法改造欧氏几何
,

创 立 非

。
语 言 解 决 了
“

微 积

分 大 门 的 高 门 槛

s ” ,

还 创 立 了 连 续 归 纳 法 和 消 点 法

大 大 降 低 了 高 等 数 学 的 学 习 难 度

。

但 要 解 决 高 校 数

学 教 育

,

各 学 科

、

各 专 业 本 身 难 的 问 题

,

高 等 学 校 一

、

二 年 级 基 础 数 学 教 材 必 须 改 变 重 理 论 轻 实 践 的 内

容

,

具 有 可 操 作 性

,

注 重 应 用

,

为 全 体 学 生 可 接 受

。

19 8 9 年 美 国 数 学 科 学 教 育 委 员 会 和 美 国 数 学

委 员 会 给 美 国 当 局 提 交 的 一 份 报 告 《人 人 有 份 》

( E v e
叮 b o d y e o u n ts

)
,

也 强 调

“

从 来 没 有 像 现 在 这 样

,

美 国 人 需 要 为 生 存 而 思 考

;
从 来 没 有 像 现 在 这 样

,

他

们 需 要 进 行 数 学 式 的 思 考

;
每 个 人 都 依 赖 于 数 学 教

育 的 成 功
;
每 个 人 受 损 于 它 的 失 败

,

数 学 必 须 成 为 美

国 教 育 管 道 中 的 泵 而 不 是 过 滤 器

。 ” ` , ,
为 了 加 强 数 学

教 育 改 革 的 力 度 使 我 国 的 数 学 教 育 真 正 成 为 大 众 教

育

,

教 育 部 颁 布 的 数 学 课 程 标 准 中 提 出 了 全 新 的 数

学 教 育 理 念

:
人 人 学 有 价 值 的 数 学

,

人 人 都 能 获 得 必

要 的 数 学

,

不 同 的 人 在 数 学 上 得 到 不 同 的 发 展

川
。

突

出 了 数 学 的 基 础 性

、

普 及 性 和 发 展 性

,

使 学 生 在 获 得

共 同 数 学 教 育 的 同 时 为 有 特 殊 数 学 才 能 和 数 学 爱 好

的 同 学 提 供 更 多 的 发 展 机 会

,

使 精 英 数 学 成 为 大 众

数 学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

。

3 数 学 是 学 习 数 字 化 技 术 的 基 础

进入新世纪以来数学以技术化的方式迅速辐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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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人 们 生 活 的 各 个 领 域
,

在 我 们 身 边 随 时 接 触 的 一

切 数 字 化

、

信 息 化 的 高 技 术

,

本 质 上 是 一 种 数 学 技

术

。

随 着 信 息 时 代 的 到 来

,

每 个 公 民 都 需 要 懂 得 信

息 技 术

。

信 息 技 术 正 在 改 变 着 现 在 的 生 产 方 式 与 生

活 方 式

,

成 为 社 会 发 展 的 关 键 因 素

。

被 尊 崇 为 继 爱

因 斯 坦 以 来 最 杰 出 的 理 论 物 理 学 家 现 任 剑 桥 大 学

数 学 教 授 的 史 蒂 芬

·

霍 金 全 身 瘫 痪

、

要 抬 起 头 来 都

相 当 困 难

,

不 能 讲 话 又 不 能 写 字

,

但 这 位 伟 人 靠 计

算 机

,

靠 信 息 技 术 提 出 了 宇 宙 的 创 始 模 型 和 黑 洞 理

论

,

获 得 了 诺 贝 尔 物 理 学 奖

。

在 信 息 社 会 中

,

信 息 网

络 把 国 家

、

地 区

、

单 位 和 个 人 联 成 一 个 整 体

,

数 字 电

视 电 话

、

传 真

、

计 算 机 和 全 球 定 位 系 统 等

,

把 地 球 变

得

“

越 来 越 小

” ,

大 家 同 居 地 球 村

,

信 息 技 术 必 然 对

经 济

、

文 化 等 诸 多 领 域 引 发 重 大 改 革

,

这 势 必 对 人

文 社 会 科 学 工 作 者 的 知 识 结 构 和 知 识 内 涵 带 来 重

大 影 响

。

现 代 社 会 要 求 有 更 多 更 强 的 数 学 能 力 作 为

普 通 职 业 的 准 备

,

不 仅 需 要 理

、

农

、

医

、

工 科 学 生 学

习 数 字 化 技 术

,

文 科 学 生 也 要 学 习 数 字 化 技 术

,

因

而

,

文 科 生 学 数 学 将 成 为 必 然

。

起 学 习 研 究 数 学 的 兴 趣

。

对 数 学 美 的 追 求

,

会 给 数

学 的 发 现 带 来 积 极 的 影 响

。

通 过 数 学 学 习 可 以 增 加

审 美 意 识

。

没 有 一 定 数 学 素 养 的 人

,

不 可 能 感 受 数

学 美

,

更 不 可 能 发 现 数 学 美

。

在 国 际 数 学 家 大 会

l( CM 20 02 ) 作 一 小时 大会 报告 的麻省 理 工学 院

G a n g T i a n
教 授

,

把 大 家 熟 悉 的
1
、 e 、 、 i 统 一 在 一 起

,

给 出 一 个 充 分 显 示 数 学 内 在 美 的 一 个 公 式

:

e i下 二 一 1

5 提 高 公 民 素 质 是 数 学 最 广 泛 的 应 用

4 学 习数 学 是 提 高 文 化 素 养 的 需 要

数学是人类文明的文化力量之一
,

数 学 素 养 是

公 民 文 化 素 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

。

数 学 不 仅 在 科 学 推

理 中 具 有 重 要 价 值

,

在 科 研 中 起 核 心 作 用

,

在 工 程

设 计 中 必 不 可 少

,

而 且 它 决 定 了 部 分 哲 学 思 想 的 内

容 和 研 究 方 法

,

为 其 它 学 科 提 供 了 依 据

,

塑 造 了 众

多 流 派 的 绘 画

、

音 乐

、

建 筑 等

。

可 以 说 数 学 已 渗 透 到

文 化 文 明 的 各 个 领 域

,

对 人 类 文 化 有 着 重 大 而 深 远

的 影 响

。

数 学 不 仅 帮 助 人 们 更 好 的 探 求 客 观 世 界 的

规 律

,

同 时 数 学 语 言 也 为 人 们 交 流 信 息 提 供 了 一 种

有 效

、

简 捷 的 手 段

。

数 学 语 言 用 数 学 符 号

、

图 像

、

图

表 和 术 语 简 洁 明 了 而 又 深 人 地 交 流 信 息

,

是 每 个 有

一 定 文 化 素 养 的 人 都 必 须 学 习

、

使 用 的 语 言

。

在 信

息 化 社 会 数 学 为 其 他 学 科 提 供 了 语 言

、

思 想 和 方

法

,

已 成 为 人 们 学 习

、

劳 动 和 生 活 必 不 可 少 的 工 具

,

是 一 切 重 大 技 术 发 展 的 基 础

。

同 时 数 学 在 美 育 中 起 着 重 要 的 作 用

,

哪 里 有

数

,

哪 里 就 有 美

。

美 术 上 的 比 例

、

音 乐 中 的 节 奏

,

全

是 数 的 关 系

,

几 何 的 形 式

,

是 图 案 术 所 应 用 的

闭
。

数

学 美 不 同 于 自 然 美 和 艺 术 美

,

数 学 美 是 一 种 理 性 的

美

,

抽 象 的 美

。

数 学 美 给 人 们 以 精 神 享 受

,

从 而 激 发

数 学 对 于 人 的 成 长 和 发 展 究 竟 起 着 什 么 样 的 作

用
? 中 国 科 学 院 数 学 与 系 统 科 学 研 究 院 院 长 杨 乐

说
: “

无 论 对 于 传 统 的 工 科

、

理 科

,

还 是 信 息

、

经

济

、

管 理 等 新 兴 学 科 甚 至 于 人 文 学 科 的 学 习 来 说

,

数 学 方 法 都 是 必 要 的 基 础 和 工 具

。

包 括 研 究 生 的 培

养

、

高 层 次 人 才 所 特 别 需 要 的 创 新 能 力 的 培 养 都 离

不 开 数 学 基 础

。 ”
囚
数 学 教 育 是 基 础 教 育 非 常 重 要

的 一 部 分

。

在 人 的 素 质 中

,

智 能 结 构 是 很 重 要 的 一

项 内 容

,

而 思 维 品 质 又 是 智 能 素 质 的 核 心 内 容

。

公

民 通 过 数 与 计 算

、

空 间 与 图 形

、

统 计 与 概 率

、

方 程

与 关 系

、

运 筹 与 优 化 等 各 个 领 域 的 学
习

,

能 够 认 识

到 数 学 是 从 人 类 实 践 活 动 中 产 生 和 发 展 起 来 的

,

同

时 又 广 泛 地 应 用 于 实 践

,

从 而 逐 步 掌 握 科 学 研 究 的

基 本 方 法

,

提 高 公 民 的 数 学 素 质

。

所 谓 数 学 素 质 就

是 数 学
思 维 能 力

,

即 数 学 运 算 能 力

、

逻 辑 思 维 能 力

和 空 间 想 象 能 力

,

其 核 心 则 是 逻 辑 思 维 能 力

。

数 学 素

质 的 内 容 应 包 括

:
数 学 意 识 (能用数学思想去考虑

,

表 述 事 物 的 数 量 关 系

、

图 形 ) ;
问 题 解 决 (在生活实践

中
,

应 用 创 造 型 数 学 能 力 ) ;
逻 辑 推 理 (数学的抽象概

括过程 )等
。

公 民 在 数 学 学 习 的 过 程 中

,

建 立 和 增 强 数 学 意

识

,

所 形 成 的 品 质

,

会 对 他 们 的 工 作 产 生 积 极 影 响

。

数 学 的 精 确

、

严 格

,

使 他 们 在 工 作 中 减 少 含 糊 笼 统

、

不 求 甚 解

,

数 学 的 抽 象 分 析

,

使 他 们 善 于 透 过 现 象 洞

察 事 物 的 本 质

,

数 学 中 精 辟 的 论 证

、

精 练 的 表 述

,

使

他 们 的 谈 话 和 行 文 简 明 扼 要

。

当 然 学 生 进 人 社 会

后

,

也 许 很 少 直 接 用 到 数 学 中 的 某 个 定 理 和 公 式

,

但

是

,

数 学 的 思 想 方 法

、

数 学 中 体 现 出 的 精 神

,

却 是 终

生 受 益 的

。

因 而 不 能 把 数 学 教 育 单 纯 地 理 解 为 传 授

知 识 和 技 能 训 练

,

要 明 确 数 学 教 育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提

高 公 民 的 素 质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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